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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天气里，坑底乡芎坑村森林密布显得格外
凉爽，通过一条蜿蜒盘旋的农村公路迎来络绎不绝的
游客来到这里森林游、垂钓游。而在十多年前，这里却
不是如今这番景象。

曾经，位于寿宁县北部的坑底乡因地处偏远，经济
社会发展缓慢。其境内仅有一条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
的县道与外界相通，由于路面狭窄且破旧，对群众的生
产、生活造成诸多不便。

一路不通，制约一片。拥有畅通的高等级公路是
坑底乡群众长久以来的期盼。为实现梦想，该乡党委、

“四好农村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寿宁县交通事业发展纪实

5 月 19 日至 21 日，来自全省 5 所高校
的 20 多名海外留学生、媒体记者和网络大
V走进柘荣，亲身感受柘荣独特的文化和美
丽的乡村景象。“这是我第一次来柘荣鸳鸯
草场，这里风景很美，我很喜欢。”来自厦门
大学的留学生李静说。

柘荣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气候宜人，素
有避暑胜地、天然氧吧之美誉，这里自然与
人文辉映，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和璀璨秀
丽的民族文化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五
一”假期，柘荣迎来乡村旅游“开门红”，游
客和收入均实现增长。据了解，“五一”小
长假期间，柘荣县累计接待游客达 20.2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8.39%，实现旅游收入
10118.7万元，同比增长1354.82%。

近年来，柘荣县立足本地文化优势，深
挖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做大“问道东狮山、
醉美大草场”核心旅游圈，加快构建“中国
慢城”和“生态乐游区、文化风情区、茶药康
养区”的“一城三区”格局，培育出13个金牌
旅游村，串联 3 条特色旅游带，全面提升乡
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

“名人”文化带来研学热。“五一”假期，
黄柏乡中华游氏文化园迎来了一批批研学
团队。“这里乡村风景优美，拥有特色名人
文化，体验到了柘荣深厚的文化底蕴。”游
客林先生高兴地说。“三主法司，无一冤狱”

的游朴、“乐善好施，七品荣身”的郑宗远、
“守节不移”的陈桷、“皇明开国功臣”的袁
天禄……柘荣人杰地灵，历史名人辈出。

近年来，研学游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
睐。柘荣县将名人故居、名人足迹、名人文
化等元素纳入新农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发
展，培育休闲、研学、服务等旅游业态，形成

“重点项目+新农村”融合发展模式，让群众
背靠“名人”文化吃上“旅游饭”。

“我们持续深入挖掘、整理游朴名人事
迹，打造游朴廉政教育基地，启动黄柏乡游
朴文创项目建设，并推出了‘智游黄柏’微
信小程序以及《悠远地方志 耕读黄柏乡》等
画册。还设计制作‘游朴’‘游子’文创茶、
文具套装等周边衍生产品，成立福建省历
史名人研究会游朴研究分会等，以充实名
人故居的文化厚度，彰显名人文化的溢出
效应。”黄柏乡党委书记缪卫斌说。

去年，黄柏乡累计接待游客 10 多万人
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400 元，同比增
长8.58%。旅游的兴旺，带动了黄柏乡的高
山白茶、太子参、辣椒酱、夏萝卜、败酱草等
农产品旺销，带动农民增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红色历史是柘荣
助力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发展的引擎。柘荣
县楮坪乡洪坑村以“红色土楼·书香洪源”
为理念，推出红色主题馆、农耕体验园、休

闲民宿区、国防教育点在内的四大功能，游
客观摩老物件、观看“烽火·西竹岔”红色微
电影、穿越红军洞、品尝红军餐、红歌拉歌
比赛等，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在西竹岔
山头建设“西竹岔战斗”遗址展示馆，建成
烽火西竹岔红色教育基地及周边配套，修
缮战斗纪念碑、战壕等，并创建“烽火·西竹
岔”文创品牌。引进文旅公司，建立“土楼”
风格的红色旅游开发区，开设可容纳百人
的红色文化课堂，努力打造集观光旅游、休
闲娱乐、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红色教育基
地。“五一期间，我们景区收入超过30万元，
民宿预订率和入住率高达90%。”文旅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柘荣县以“中国慢城”建设为统
领，以创建“省级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为目
标，从全地域、全领域、全要素三方面发力，
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盘活全县旅游资源。下
一步，柘荣将继续加快重点文旅项目配套及
全县13个金牌旅游村建设，大力推动A级景
区的产品业态升级和全域旅游基础设施提
升。同时，还将通过举办鸳鸯草场星空露营
音乐季、马仙信俗文化节等活动，不断做亮

“中国慢城、柘荣长寿”品牌，吸引更多全国
各地游客漫游柘荣、乐享柘荣。
□ 见习记者 陈祎凝 通讯员 游艳 陈艳霞

6 月初，微风不燥，阳光正
好。走进位于周宁县浦源镇萌源
村的月山寨古龍窑硋器制作展示
大厅，仿佛进入了硋艺世界，茶
盏、茶壶、花盆等各式各样的硋器
有序摆放，精美、匀称、亮丽的外
形十分吸睛。

“我现在制作的是火盆，做好
了将销往福安。茶具的订单也比
较多，一般都是销往浙江、广东等
地。”一旁的制硋工坊内，肖家涨
和员工正忙着制作硋器，或是揉
捻黏土，或是制作胚体，或是晾晒
硋盆。

“硋器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
细致的过程，经过揉泥、制坯、晾
晒、上釉、装窑、烧窑等多道工序
后，一件硋器才算真正完工。从
原料到烧成，这其中的任何一道
工序稍有疏忽，就会产生缺陷甚
至报废。而烧制，作为硋器制造
的压轴工序，在硋器的生产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肖家涨指着作
坊旁边一个长 20 米、宽 5 米的斜
坡式土窑介绍，在 36 小时的烧
制过程中，要不断“观火”添柴，
稍不留神窑内两三千件硋器就
会功亏一篑。

周宁县萌源村制陶制硋技
艺起源于 1835 年，流传至今已
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传统制硋技
艺于 2021 年被列为宁德市第七
批市级非遗项目。肖家涨是萌
源制硋世家第 7 代传人，14 岁起
就一直跟在堂兄身边学习制硋
技艺，一做就是大半辈子的光
阴。50 多年来，他制作的茶罐、
盐罐、酒缸、茶杯、栋头狮等各种
各样的硋器制品不计其数，这些出自他手的器皿
也走进千家万户。

“制硋技艺是家族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老一辈
优秀的东西需要我们传承。”肖家涨的儿子肖用
灿，是萌源制硋世家第8代传人，原在上海做建材
生意，对制硋技艺有着独特情愫的他，10 多年前
也选择返乡学习传承制硋技艺，和父亲一起夯实
硋制品的内涵。

传统硋器既质地厚朴，又健康环保，具有很
强的观赏性和适用性。随着搪瓷、不锈钢、塑料
制品的出现，使社会对陶器的需求量锐减，传承
几千年的制陶业遭受沉重冲击。面对如此境
遇，肖家涨选择默默坚持，并在保持生产传统产
品外，还与儿子一起积极创新，充分挖掘与发挥
其审美、实用、时尚等功能，不断丰富萌源硋器
品种、元素、色彩，生产出了花纹美丽、釉彩生
光、品种多样的硋器。

坚持与创新就会引来新的转机。近年来，宁德
市、周宁县经常在省内外举办各类旅游推介活动，肖
家涨受邀亮相各种活动，现场教授陶艺技艺和展示
宣传硋制品，促使萌源村手工制硋技艺再度红火，硋
制品再次成功进入大众视野，走出闽东。其中，周宁
硋制品在2021宁德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闽东
非遗文化周活动上大受欢迎，肖家涨带来参加展示
的几百件硋制品都销售一空。

随着制硋技艺露面次数的增多，肖家涨手工
制硋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手工制硋感
兴趣，周末、节假日许多人前来学习，肖家涨十分
乐意开展教学。同时，为进一步传播制硋技艺，肖
氏父子每年还以公益性的形式向社会上的学生现
场教授陶艺技艺，并融入时代的样式，利用年轻人
接受的方式传播技艺。“目前，我们正在筹划非遗
进校园的传承教学活动，让学生们全方位、多角度
地参与，让更多人了解传统制硋技艺，也让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传承。”肖家涨介绍道。

同时，萌源硋器也通过网络的方式走在市场
前沿，主要销往宁德、福安、周宁、四川、江苏、广
东、上海、浙江等地，走俏省内外市场，且销量呈逐
年上升趋势。

土窑散发出历史沉香，硋器见证着流淌岁
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正是他们始终保
持一颗匠心、一种信念，用执着坚守与守正创
新，才让传统手工艺焕发新光芒，绽放独有的美
感和魅力。 □ 记者 张瑜 通讯员 魏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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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僻人难至，山高云易生。”“车岭车到天，九岭
爬九年。”这是过去寿宁险恶地理条件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寿宁历届县
委、县政府领导带领着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开山门打
造“四好农村路”的艰苦接力。

如今，车行寿宁各地，只见一座座桥梁横跨溪流
两岸，宛如腾飞巨龙；一条条宽敞的公路如白练般蜿
蜒崇山峻岭间。曾经落后的山区实现了“天堑变通
途”的华丽转身，每个乡镇、村庄都有了通往幸福的
康庄大道。

寿宁地处闽浙咽喉，为两省之瓯脱，五界之门
户。境内山高岭长、溪流纵横，交通不便，独特的
地理环境和恶劣的山区条件，造成人民生活困难，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先民们只能逢山开路、遇水
搭桥，往来的所有物资只能靠肩挑手提。

路通百业兴。寿宁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领
着全县人民开始了战天斗地开山门的艰苦接力。
广大寿宁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投工投
劳建设县乡公路339.6公里。1958年7月1日，寿宁
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公路——福（安）寿（宁）公路竣工
通车，开创了寿宁交通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当时，远在寿宁西部的下党乡没有一寸公路，群
众的征购粮、化肥、茶叶、土特产和农资物品等均要肩
挑背驮。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
平带领地区相关部门披荆斩棘步行进入寿宁县下党
乡现场办公，着力解决下党乡公路和水电建设难题。

全乡上下负重开拓希望路。乡党委、政府举
全乡之力，铁心办交通，四方奔走筹资金，积极争
取省、地、县等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发动全
乡群众投工投劳，以干得助。群众自带被子、粮
食、工具等，在尚未开通的 10 公里长进乡公路上
辛勤劳作。尽管劳动十分辛苦，有许多人在施工
中受伤流血，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每日工地
上都能呈现出一派战天斗地的火热劳动场面。在
下党村，群众除投工投劳外，还无偿捐献林地农地
修公路，没有要求一分钱补偿。

人心齐，泰山移，众志成城修好路。1991年1
月，下党进乡公路全面贯通，其中 3 公里为柏油
路，从此改变了下党乡没有一寸公路的落后状况。

下党乡开拓希望路的情景是寿宁各乡镇修路
开山门的真实写照。借助群众力量，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至上世纪末，寿宁县修通闽浙边界省、
县际断头路和老、少、边、穷的乡村公路，铺筑沥青贯
入式路面238公里，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机耕
路）、乡乡通柏油路，公路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县乡道
路交通状况得到较大改善。这一时期，寿宁县委、县
政府还对原有省道、县道、乡道进行改造，着力建设
更高等级的入寿通道。1999年12月，总投资4亿多
元，长达80多公里的双湖二级公路开始动工建设。
经过 3 年努力，双湖二级公路顺利竣工并投入使
用。从此，寿宁打破了发展的交通瓶颈制约，区位条
件和交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

虽然交通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寿宁与沿海
发达地区和周边县市热潮涌动的发展态势相比，
却没有一寸高等级公路。这成了制约寿宁摆脱贫
困、跨越发展的“瓶颈”。寿宁县委、县政府提出

“要提速、修高速”这一理念，着手规划实施“两纵
一横”公路发展大格局。

2009 年 9 月，省发改委以闽发改交能〔2009〕
938号文批准立项，市委、市政府将福寿高速公路
项目列入基本建设的“重中之重”工程。2012年8
月，寿宁互通口连接城关 9.38 公里被纳入了省高
速建设规划盘子。2011年来，寿宁县委、县政府紧
锣密鼓深化前期工作，全力扭转不利局面，攻坚克

干群携手开拓希望路

攻坚克难筑就致富新坦途

难，创新筹融县级资本金5.3亿元，促成福寿高速公路于
2012年9月28日提前开工建设，圆了寿宁人梦寐以求
的高速梦。

福寿高速公路起于福安市坂中乡长汀村，终于寿
宁县犀溪镇双港，与浙江省规划的龙丽温高速公路泰
顺支线相连。主线里程 54.5 公里，途经寿宁武曲、斜
滩、竹管垅、南阳、犀溪等乡镇。2015 年 8 月 11 日，福
寿高速提前建成通车，寿宁至宁德全程高速仅需一个
半小时。

它的建成通车，让地处闽浙两省交界处、有福建
“省尾”之称的寿宁，对接浙南和“长三角”发达地区的
区位、交通优势更加凸显，从开放的“末端”进一步走向

“前沿”。
如今，无数货运车辆奔驰在这条承载着28万山区

人民致富希望的新坦途上，将寿宁人民的劳动成果运
往省内外。不仅如此，十八大以来，寿宁县还加快国省
干线交通项目建设，共完成 G235 线城关至南阳公路、
G235线寿宁城关至政和界公路、S207线寿宁下党至尤
溪段等公路70公里，完成投资约8亿元。经过多年努
力，寿宁县普通国省道二级及以上标准公路占普通国
省道通车里程的85.442%，名列宁德第一。

“四通八达”交通路网推动形成了经济全速发展的
“连锁效应”。

“现在道路交通大变化，山区里的产品也能销往各
地，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寿宁县滴水缘农业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菊弟看着“下乡的味道”茶叶
和农副产品一车车运往外地，喜笑颜开。

自2019年下党乡“小高速”通车后，寿宁县把握机
遇，提出打造“中国红色旅游新地标”的发展思路和定
位，着力提升下党村党性教育基地的层次、挖掘自然人
文内涵、优化乡村休闲品位，全力塑造“红色下党”这一
旅游金字招牌。从此，通过通达的交通网络、借力乡村
旅游，不少村民返乡创业吃上了“旅游饭”，纷纷返乡办
起了农家乐、餐馆、民宿、生态观光农场。

精益求精构建“四好农村路”网

政府大力实施交通强乡战略，着力加快农村公路网
络建设。2017 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及上级部门
的支持和指导下，路线全长为10.1公里的坑底支线
和6.333公里的X945线浩溪至坑底公路项目先后开
工建设并投入使用。

新路建成后，让坑底村民的出行条件明显改善，
缩短了坑底与城区的距离，打开了连接外界的桥梁，
极大带动了坑底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拥有百年原始
次森林景观的芎坑则借此大力发展森林游、垂钓游，
年接待游客达8万人次。

道路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先导。寿宁县认真坚持
把农村公路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先导和基础支
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
重，精益求精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
公路服务质量水平，构筑城乡交通运输服务一体化。

该县制定出台了《寿宁县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实
施方案》，确定了农村公路三年行动两年完成总体
目标。制定了全市最高县级补助政策：县道三级公
路晋级项目每公里补助 300 万元，县、乡道四级公
路（双车道）晋级项目每公里补助 200 万元，村道四
级公路（单车道）新改建项目每公里补助 60 万元，
少数民族和老区基点建制村县乡道晋级项目每公
里追加 6 万元。同时，全面推行农村公路“路长
制”，出台《寿宁县全面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实施
方案》《寿宁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评办法（暂
行）》《寿宁县农村公路乡村专管员队伍建设实施
方案》，制定全县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考评机制。

项目是交通发展的基石。“十三五”期间，寿宁县交
通事业不断翻开新篇章。寿宁千方百计谋划交通项目，
精益求精铸就精品工程。截至2021年底，全县公路总
里程为 1389.209 公里。其中，国道 127.8 公里，省道
70.2公里，县、乡、村道共计1174.8公里。建成托溪、竹
管垅、清源、大安、坑底、凤阳支线“镇镇有干线”二级公
路项目，全县14个乡镇全部实现了通达三级以上公路
目标。建设改造“四好农村路”102公里，实施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771.818公里，完成碑坑山桥等6座
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和21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整治。

一条条道路宽敞平整、四通八达，如一条条“黄
金走廊”，串起大好风景，铺就美好生活。一个外通内
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蔚
然成形。“十四五”期间，寿宁将围绕完善县内县际交
通圈，持续推动7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长深高速
支线庆元至寿宁（福建段）、南平经寿宁至丽水铁路、
国道G235提级改造等系列项目列入国家和省“十四
五”交通运输专项规划；动工建设省道S207线闽浙界
至下党段、尤溪至周宁界段公路；全面落实路长制，加
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农村公路三年行动两
年完成的总体目标。 □ 通讯员 吴苏梅 吴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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